
2014年1月7日 星期二编辑：贾臻 校对：丽清 组版：马琳娜
人文河洛 09

地名故事

核
心
提
示

160年前的洛阳“老照片”
——宜阳严子陵庙壁画初探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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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老皇历

天花乱坠：
皇帝痴迷佛法
讲经之风盛行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成语词典

【成语】天花乱坠
【人物】梁武帝萧衍
【释意】 形容文章或讲话十

分精彩，现多用于贬义，形容文章
或讲话脱离实际。

【出处】《心地观经·序品》：
“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花）乱坠
遍虚空。”（形容云光法师讲经时
感天动地的场面）

在照相机出现之前，人们只能通过绘画来记录情境。
元旦过后，宜阳县文化部门在对三乡镇严子陵庙进行环境
整治时发现了两幅纪年壁画，它创作于清朝咸丰四年（公
元1854年）。这两幅名为《泰平春》和《富贵花》的壁画，均
由十余幅小壁画组成，为当时家居和经济文化生活用品的
写真画；形象逼真，宛如技术高超的摄影作品，堪称160年
前的“老照片”。

严子陵庙里的两幅壁画，《泰平
春》壁画位于北墙壁的东部，《富贵花》
壁画位于北墙壁的西部，两幅壁画均
是宽 1.5 米、高 1.3 米。《泰平春》壁画
的右上角画的是一本书，书名是《大清
咸丰四年时宪书》，封面上有“司颁蓝
本”字样和官府印鉴。

这本书是当时的历书。我国自古
以农立国，历法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
国计民生，所以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
修订历法一事，由于历书由朝廷颁布，
故民间称为皇历。清朝的历书，初称为
时宪历，乾隆以后，因避乾隆皇帝弘历
的名讳，改称时宪书。时宪二字的含义
是 ：“ 宜 名 时 宪 ，以 称 朝 廷 宪 天 乂

（yì）民至意。”
清朝钦天监每年颁发时宪书一

册，而在年前有定期呈次年历样，并于
十一月初一日颁历于百官。各省布政
司根据钦天监所颁历书进行翻印，传
布至民间。这些历书加盖各省布政司
印鉴，无印鉴者，为伪造，按律处斩。这
幅壁画所绘历书封面的“司颁蓝本”字

样，证明其为河南布政司颁布的官书，
其印鉴为该衙门的官印。

清代的时宪书，今天已不易见到，
像北京天文馆这样的专业单位才藏有
数十本清代时宪书。河南布政司监印
的清咸丰四年时宪书，至今还未见到
实物，这幅壁画就成了研究该司所颁
当年历书的唯一资料。从壁画看，这部
历书刻印、装帧都很精美，反映了当时
河南省发达的刻板印刷业水平。

布政司的长官为布政使，官品为
从二品，掌管一省的民政、田赋、户籍。
当年的河南布政使是郑敦谨，湖南长
沙人，与曾国藩为同年举人且为同乡，
是清末奇案“刺马案”的终审判官。“刺
马案”指的是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
督马新贻的历史事件，电影《投名状》
就是据此改编。

历法的主要作用是指导农时，因
此历书之颁布是各省布政使每年的第
一项工作。郑敦谨在河南为官多年，这
幅壁画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他对农时的
重视。

严子陵庙大殿的壁画，是谁出资绘制
的？据民国七年《宜阳县志》记载，出资者
为李玖克。李氏是清代宜阳三乡、韩城一
带的富商兼大地主，该家族好善乐施，李玖
克的父亲李显光，曾在三乡连昌河、渡洋河
上开渠五条，引水灌地两千余亩。李玖克
重修三乡修真观、光武庙、严子陵庙、韩城
关帝庙，并修洛河堤一百余丈。

光武庙、严子陵庙初建于东汉明帝年
间，是纪念汉光武帝刘秀和汉代高士严子
陵的庙宇，经过历代重修。现存光武庙、
严子陵庙的清代建筑皆为李玖克在咸丰
初年重建的，严子陵庙的壁画也是当时所
绘制。

既然庙宇由李玖克出资重建，这两幅
壁画所绘内容也与李玖克有关。从壁画
看，李氏主要从事金融业。《泰平春》壁画的
左上角画的是一本书，上有“本号账本”字

样；下方画的是算盘。
那么，商号的名字是什么？在《泰平

春》壁画的右下方画了一张银票，银票最上
方有“韩城镇”三字，正文是“凭票。泰顺本
号取银五两。咸丰四年四月十五日”。银
票为白地蓝色花纹，银两数和年月日为手
写墨书，其他文字为蓝色印刷字，银票上有
三枚红色印鉴。这张绘制的银票告诉我
们，这家名为“泰顺号”的银号，总部在宜阳
韩城镇。

韩城是清代宜阳最重要的商业重镇，
据民国七年《宜阳县志》载：“韩城乃商贩辐
辏之所，虽无异产奇珍，市集较甲一邑。”因
此，“泰顺号”的总部设在韩城不是偶然。
银号是从事存款、汇兑、信贷的金融机构，
清代洛阳银号较多，但现存资料和所留文
物极少，因此这幅绘制的“泰顺号”银票就
很有价值。

严子陵庙大殿的两幅壁画中，画了许
多的器具和生活用品，如玉如意、团扇、毛
巾、笔、纸、图书、博物架、玉笛、漆粉盒、佩饰
等。画的最多的是瓷器，还有三个玻璃器，
最醒目的是一个玻璃鱼缸。

壁画中有十余件瓷器。按用途分为花
瓶、酒具、茶具、果盘等；按瓷器品种有白
瓷、青瓷、绿釉瓷、蓝釉瓷、黑釉瓷等。在这
些瓷器中，《富贵花》壁画左下角绘制的一
只天蓝釉双耳花瓶尤其引人关注。

天蓝是高温颜色釉，它是从钧瓷、汝
瓷的天青演变而来，创烧于康熙年间，到
雍正年间以后烧造技术日益纯熟。淡雅的
天蓝色釉分成深、浅两种，如同蓝天有远
近之别一般，这只绘制的蓝釉双耳花瓶属
深色釉。

清代洛阳瓷器的烧制中心是宜阳樊
村和新安北冶，今在新安北冶仍存有清代
瓷窑近百座，场面使人震撼。上述壁画中
的瓷器形象，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清代
洛阳瓷器制造业之繁荣。当然，也不排除
当时洛阳的富商大贾购买和使用外地的
精美瓷器。

壁画中有三件玻璃器。玻璃，古代称琉
璃。中国玻璃起源于周代，此后技艺不断发
展。清代，民间的玻璃生产分南北二地，南
方以广州为玻璃制造业的中心，北方以山
东淄博为中心；此外，苏州、北京也生产玻
璃。这三件玻璃器均为浅蓝色，分别为小型
香水瓶、小型罐、玻璃金鱼缸。玻璃金鱼缸
为透明玻璃，这反映了晚清时期，洛阳一些
富人已开始大量使用玻璃器皿。

银号老板李玖克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瓜果牡丹共飘香

严子陵庙壁画大约绘制于农历四月十五
日，这正是西瓜、鲜桃上市的季节，也是山地牡
丹盛开的季节，因此壁画中画了一盘西瓜和两
盘鲜桃，还画了两朵插在花瓶中的白牡丹。

这盘西瓜共有三块，一红一白一黄，这
说明当时洛阳有三种西瓜，这与文献记载
相同，民国七年《宜阳县志》载：“西瓜，种类
不一，瓤有红、黄、白三种。”

桃是一种普遍种植的水果，宜阳三乡
一带也是传统的种桃区域。清代王铎《过连
昌宫遗址》载：“槛中竹叶多轻落，墙外桃花
却倒吹。”唐代连昌宫遗址位于三乡，这里
竹林、桃园是一道美景，桃的品种很多，民
国七年《宜阳县志》载：“桃，有大御桃、千叶

桃、碧桃、绛桃、冬桃。”壁画中的两盘鲜桃，
应当是宜阳四月下旬即成熟的大御桃。

牡丹，又称洛阳花、富贵花，故两幅壁
画中有一幅以《富贵花》命名，这幅壁画中
画了两朵插在花瓶中的白牡丹。宜阳山区
是牡丹的原生地之一，著名的寿安红、魏紫
都是这里的原生牡丹。民国七年《宜阳县
志》载，宜阳牡丹“凡百余品”，可见民间种
牡丹很普遍，将牡丹插入瓶中，摆入厅堂，
这显然是一种风俗。

河南清代的寺庙壁画不多，直接反映
现实生活的壁画仅存宜阳严子陵庙这两组
壁画，其创作年代距今整整160年，是我们
了解那个时代生活的珍贵“老照片”。

东汉佛教入中原
南朝武帝弘佛法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
里在洛阳南宫休息时，梦见一个高大的金
人，从西方而来。第二天，他召集大臣，告
诉大臣昨天晚上他做的梦。随后汉明帝派
18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公元68年，东
汉使者同印度两位高僧一同来到洛阳，汉
明帝敕令在洛阳城西建佛教传入中国后的
第一所官办寺院——白马寺。

白马寺大佛殿，供奉了七尊造像，分别
为释迦牟尼、摩诃迦叶、阿难、文殊、普贤和
两尊供养天人。这两尊供养天人，也称“散
花天女”，体态婀娜，手端鲜花，侍奉世尊。

到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中原盛
行。

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带头弘扬佛法，在
全国大建寺庙。公元520年，梁武帝改年
号普通，这一年被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
展的分水岭，梁武帝多次舍身出家，朝政渐
荒。

法师讲经精彩处
天雨香花坠纷纷

公元527年，梁武帝萧衍第一次前往
同泰寺舍身出家，当了三天住持和尚。出
家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腥，不仅自己这
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而且要求以后祭祀
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这个命令下达之
后，大臣们议论纷纷，一致反对，最后萧衍
只好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公元527年，梁武帝大赦天下，改年号
大通。他在全国到处建寺庙，请印度僧人
波罗末到中国来宣讲佛法。波罗末翻译了
不少印度佛经，并培养了许多中国弟子。
有了经书，讲经的风气更加兴盛。

传说，云光法师是梁武帝的好朋友，听
云光法师讲诵佛经是梁武帝生活中一件重
要的事情。有一次云光法师讲诵《涅槃
经》，讲得绘声绘色，妙语连珠。梁武帝也
听得非常认真。云光法师讲得感动了上
天，天上的香花从空中纷纷落下，梁武帝看
着飞舞的鲜花，感叹地说：想不到佛法竟然
如此奇妙！“天花乱坠”由此而来。

在洛宁县城郊乡在礼村的西北部，有
一个被当地人称为祭祀圪垯的地方。在外
人眼中，这里只是个不起眼的山圪垯，当地
却流传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相传祭祀圪垯是远古时洪水漫过
后 形 成 的 一 个 小 山 包 ，附 近 村 民 有 时
还 能 在 山 头 上 捡 到 贝 壳 、螺 壳 。 祭 祀
圪 垯 最 早 并 非 此 名 ，而 是 叫 无 极 山 。
在 神 话“ 二 郎 担 山 赶 太 阳 ”中 ，二郎神
登上山头，看到四周群山环绕，便感叹
道：“此山无极也。”从此，这个山头便叫

作无极山。
在礼村周边，无极山是最高点，且又是

“二郎神担山”留下的仙迹，因此这里成为
当地人登高祭祀的理想去处。附近村民每
逢九九重阳，就登上无极山，祈祷天地赐
福、赐寿、赐平、赐子孙，久而久之，无极山
便被称为祭祀圪垯了。

祭祀圪垯的东面和西面都是沟壑，北
面是个缓坡，南面是在礼村先民开辟的梯
田。如今，登高祭祀天地的风俗已渐淡，这
里变成了村民放牧之地。

在无极山的东边，有一座古庙院，名叫
“无极山朝阳洞庙院”，庙院里有块古碑，上
面不仅记载了无极山和祭祀圪垯的传说，
还出现了“鸡屎圪垯”这一通俗的称呼，这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洛宁
卷》记载，在祭祀圪垯北边，曾有一只神
奇的金鸡，这只金鸡每天五更就站在无
极山山顶，挥着翅膀鸣叫，呼唤黎明，向
村民报吉祥、报平安，催人早起；天亮后，
金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极山山顶只

留下一堆鸡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山
圪垯南面山坡的梯田积累了厚厚的鸡
屎，土壤变得越来越肥沃，因此人们把这
里又称为“鸡屎圪垯”。

（赵佳 冯婷婷）

祭祀圪垯：仙人登高留仙迹 金鸡啼鸣留沃土

绘制 吴芳

壁画《泰平春》 （资料图片）


